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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

柯军

著 名 昆 曲 表 演 艺 术
家 ，著 有《说 戏》《素
昆》《念 白》《铭 记》
等。现任江苏省戏剧
家协会主席、江苏省
文联副主席、江苏省
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未
成名的柯军，一人一枪跟着
戏班，天南海北地走穴。

戏台上，百万雄兵酣战，
收鼓时，需手握关刀扫台，为
战死的猛士安魂。这是戏班
传下来的规矩。一具、两具、
三具……年轻的武生心底升
腾起一阵悲壮，这影响了其
后几十年的演艺生涯。

时过境迁，他已是昆曲
大家，经典角色自不胜数，又
以“素昆”别开天地。昆曲传
字辈艺术家从艺百年时，他
起心动念，要用篆刻给那些
“不重要”的人留名。

“昆曲这样一种样式能
让我们艺人忘我地投入：你
不重要，杜丽娘重要；你不重
要，汤显祖重要；你不重要，
把昆曲演红了、演火了重
要。传字辈 100年了，这些
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
他们的名字随时间流逝，可
是多少人能记得他们？”

一位、两位、三位……夜
深，案前，捉刀耕石，2024
年，这本名为《铭记》的书终
于面世。奇思妙构如万斛泉
源，从前的江湖夜雨、舞台上
的忠义千秋、未来的艺术狂
想，一时间气血涌上心头。

大丈夫，悲伤犹在；大武
生，翻江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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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练出了很好的手上功
夫。让我非常高兴的是，有机会给一
些名家刻印，比如说戏曲理论界泰斗
级人物郭汉城老师，老先生去世的时
候已经100多岁了，他生前很喜欢那
枚印，在著作里都会盖上它。还有昆
曲大师张继青老师，她去台湾讲学时
托我为曾永义等老师治印，她说这既
是别致的礼品，也是展示大陆年轻一
代昆曲演员的文化修养。很多篆刻
名家都喜欢昆曲，像马士达、黄惇、庄
天明等老师，这次出版这本《铭记》，
也是受了庄天明老师的“鼓动”。

读品：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
有什么样的故事和我们分享？

柯军：刻这些印时，辛尘老师给
了点点滴滴的指导。从昆曲庞大剧
情里、人物风格里，去找相对应的篆
刻，印式里面有古玺、秦汉印，还有元
朱文，再细分下去，圆的、方的、长的、
阴的、阳的、阴阳融合的……太多了，
篆刻的丰富性甚至比昆曲还大。我记
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有一天刻了一枚
印，拍张图片发给辛尘老师，然后将近
两个小时没有回复。后来他回了一句
话，“刚才在服侍90岁的父亲去医院
看病，迟复为欠。”想想看，我的老师，
从没有收过一分钱，我求教他以后，他
还说回迟了感到抱歉，这是什么样的
人格魅力？他说即使只有一个人在传
播篆刻，他也愿意倾囊相授毫无保
留。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传统文化，或
者我们为什么要和古人对话，向古人
学习，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怎么做人，怎
么把这种风范传递给下一代。

辛尘老师也说，晚清的时候，很
多唱戏的名伶也喜欢写写画画，那个
时候伶人地位非常低，所以要结交文
人雅士、书画大家，提升自己的文化
修养，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当然，
文人们也愿意去扶持和帮助艺人们，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这里面有好作
品，也有吹捧的。到了新时代，没有
所谓“戏子”之说，我们都是文艺工作
者，所以我们现在再去从事学习书画
艺术，就不再是去附庸风雅，或者是

“跨界”，要么不做，要做就要非常深
入去做。现在很多明星大腕，喜欢晒
他们的字，显示自己会跨界、很丰富、
多才多艺，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很专
业地学习。有时一笔错了、一刀错
了，重刻！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很即兴
的撞击、碰撞在里面，但这种率性随
意都是处在一种高度的把控之中。

武生是昆曲里的一抹
血、一声擂鼓和一道光

读品：这两年，您饰演角色多是
很复杂的人物，比如鲁迅、比如王维，
当下什么样的角色最能打动您呢？

柯军：对我来说，很多角色都是
“扑面而来”，然后欣然接受。戏曲，
更大程度上演的就是超出日常生活的
可能性，日常生活不可能的，才是戏剧
要表达的东西。面对那种非常极端
的、近乎于残酷的人生境遇，你的灵魂
受到了逼迫，生命遭遇极度的窘境，
人物在这个特殊的情景下，不得不做
出特殊的挣扎和特殊的选择，于是人
格才会释放一种特殊的力量，关键时
刻，千钧一发，戏剧的张力就在里面。

这个舞台上，武生，是一抹血、一
声擂鼓和一道光。《夜奔》里的林冲奔
向他理想的反面，《沉江》中的史可法
以死殉国，包括《别母乱箭》周遇吉面
对一家殉难，《望乡》苏武苦撑了 19
年的坚守。每一段，都是特殊场景下
的选择，他们的人生面临了很多残酷
的境遇，无奈、窘迫、考问。《唐才子
传》里的王维也是，他被囚禁起来做
了伪官，内心是很痛苦的，他吃药得
了哑病，拉肚子老站不起来，但是他
也不能去死，心里也害怕死亡。还有
《瞿秋白》里的鲁迅，也是生活在那样
一个时代，目睹了社会现实，发出自
己的呐喊，这些都很沉重，也很复杂。

下周开始，我要拍《顾炎武》的电
影，顾炎武更是这样的人，他一直“拧
巴”，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
里。昆曲有三个表达点，一个是人与
自然的表达，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表
达，还有最重要的是人和自己，“我和
我”的冲撞、表达。我更喜欢的是关
注人物内心，这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
的表达，正是昆曲所擅长的。

读品：昆曲不光是风花雪月，也
有江湖夜雨，此前采访白先勇先生，
他说带领戏班巡演如“闯江湖”“跑码
头”，您从艺这几十年来，是否也经历
过创业维艰的时刻？

柯军：当然，上个世纪 90 年代
初，我去温州草台班演出，当时我的
工资是30块8一个月，而到那边去，
一天就14块5。因为我是武生应工，
住的地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我的条
件最好，在“头家”的家里面，单独一
个房间，其他人都是住大床铺。他们
特别喜欢武生，也爱惜武生，在草台
班子里面，演了好多好多戏，《挑滑
车》《长坂坡》《花蝴蝶》……很多京剧
的戏我也演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
今天不知道明天演什么，这完全由

“头家”、由观众来点，你还不能说不
会。有一次，他们和我们班主说，明
天要到另外一个地方演《长坂坡》，那
时武生就我一个人，可我是昆曲武生
啊，京剧我不会。怎么办？那天，专
门有个教戏的老师一大早坐船，在船
舱里给我讲戏，说人物剧情结构。船
到了，我们蹲在地上五分钟吃完饭，
赶紧排练做身段。11点多到地方，下
午两点半开打，就这么一点时间必须
拿下。而且它的地板是搭出来的，拼
缝不严实，踩上去是瓤的，穿着厚底
容易崴脚，所以特别锻炼人。

这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草
台班演出他们有个习俗，就是演出之
后会有一个关公拿个大刀裹上红布
扫台。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扫台，后来
那些老先生说了，因为我们扮演了很
多角色，他们已然身死，他们都是故
人，既然把他们演活了，那么戏唱完
了，理应扫一扫以为安魂。这是因
为，我们演员深入研究，心无旁骛地
演活了一个人物，观众能看到栩栩如
生的古代英雄，这是我们传统戏演员
的价值。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我们
每个艺术家必须要忘记自我，从始至
终全心投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
个看似古老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

昆曲传承要“照着讲”，
也要有勇气“接着讲”

读品：您所开创的“素昆”有不一
般的意义。然而，比起母体昆曲，先
锋实验见长的“素昆”尚属小众，如何
让观众看懂它、欣赏它，乃至拥抱它，
可否谈谈您的思考？

柯军：“素昆”的概念更多讲的是
探索、是实验、是尝试，是过去没有
的。我认为，我除了昆曲传承人的身
份之外，我还是个艺术家。艺术家的
初心是什么、本性是什么？就是探知
未来。不要以为只有科学家是一直
在实验，其实艺术家的本能，也是不
断做实验，敢于尝试不同的表达方
式，以不同的材质去表达不同的内
容。所以说，艺术家其实就是不安分
的、不安逸的、不断往前走的一群人，
有时候甚至表现得不太合群。但在保
护遗产方面，我们是要全身心投入的，
像“考古”一样做到慎之又慎。不要以
为它破了、旧了，就把它扔掉，或者就
乱抹，涂上你的色彩，涂上你的观念，
涂上你认为的那种“创新”，这些东西
全是破坏。所以说，一方面我是一个
传承者，一方面我也是一个探险者。

我们一方面需要有耐心照着讲，去
做搬运工，也要有勇气接着讲，如果我
们不接着讲，只做搬运工的话，那么我
们这一代人在昆曲里面是空白，是可
以跳过的，下一代不会搬我们的东西。

我想铭记那些“不重
要”的人

读品：这本《铭记》，是您“昆书”
的第四作。回望前几部作品，《说
戏》《素昆》围绕昆曲，《念白》谈的是
台下生活，而到了本作，讲的完全是
另一门艺术。您是否在有意识地拓
宽昆曲“边界”？

柯军：昆曲首先是一门艺术，艺
术肯定是无界的，这是其一。第二，
艺术一定是生活的，而生活一定也是
无界的。所以，我在做任何事情时，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艺术和生活的融
合。不管是最传统的《说戏》、最先
锋的《素昆》、最内心的《念白》，再到
这次的《铭记》，其实更多的时候，是
在打开昆曲的多种样式。包括电影、
歌曲、书法、传媒，这些也都是打开
方式，但内容和情志以及它的逻辑，
一定是围绕着昆曲最传统、最先锋和
最内心去展开的。

《铭记》是让我回过头，重新了解
昆曲的一本书。最初 2021 年的时
候，我打算刻100枚印，刻100个昆
曲的剧目、名人、典故，以此铭记老
一代艺术家。尤其是，我想把昆曲传
字辈刻出来，传字辈100年了，这些
人对昆曲的贡献不可估量，他们的名
字随时间流逝，可是多少人能记得他
们？都知道昆曲，知道汤显祖，知道
牡丹亭，知道杜丽娘，可有谁知道谁
演过吗？传字辈传了那么多技艺，可
未来又有多少人能记住他们呢？因
为昆曲博大，这样一种样式能让我们
艺人忘我地投入：你不重要，昆曲重
要；你不重要，杜丽娘重要；你不重
要，汤显祖重要；你不重要，把昆曲
演红了、演火了重要。所以说这本
《铭记》，我是想铭记那些“不重要”
的人。尽管昆曲是小众的，篆刻是小
众的，我写的书更是小众的，但不管
怎么样，它刻在那里了。

读品：在大众的心目中您是昆曲
名家，那又是怎样和篆刻结缘的呢？

柯军：年轻恋爱时，岳父看上我
的人，看不上我的字，我的太太传达
了这样的信息，然后我就开始发奋。
当时从戏校刚毕业，跟着学校里的冯
怀根老师学习书法、裱画、篆刻。篆
刻也是谋生的一个手段，那时候到状
元楼、古南都这样的涉外酒店去刻
印，一枚印一个字就是60块钱，那个
时候我的工资也就30块8毛。记得
有一次晚上，一个旅游团来了20多
人，每人都选择了一枚，我和老师两
个人分工，当时还有一些牛角的印，
材质很硬，但为了贴补家用，我们必
须连夜刻。因为旅游团今天来，游玩
归来，第二天可能就要走。

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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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六百年


